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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! !星期天夜光杯：外国电影改编自名著
的有很多《雾都孤儿》《理智与情感》等等，
每隔几年都会重拍，引发热潮，这里有什
么可以借鉴的吗？

戴锦华：外国电影改编名著也有很多
失败的!具体要看哪一个版本!比如"雾都

孤儿#!"#$版是属于成功的$ 尤其是英国

的经典名作改编成电影!几乎是政府的文

化行为!以前是十年一个循环!现在是 %

年一个循环!把所有的名著重拍一次$ 我

们现在经常提及的! 都改编自 $&世纪的

广义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!那个时期

的文学总体说来是以情节人物命运取胜

的作品!相对而言改编比较容易!有戏剧

性的冲突和转折$

英国这样的做法可以借鉴! 他们不

断地用影视的方式推出自己的文学名

著!作为形象名片!同时作为文化形象自

我的不断生产$ 每次重拍名著!都会造成

新一轮的名著销售热潮! 再一次向普通

的观众提示与普及名著$ 中国的古典名

著有太丰富的资源! 用视听文化视听语

言传播自己文化中最精髓的东西! 这应

该成为主产品$ 不断用视听语言来重新

翻译历史上的文学名著也是非常有意义

的过程$

! ! ! !星期天夜光杯：电视剧改编
对于小说原著有什么特别的要
求？

毛时安："孽债%"上海的早

晨%等等其实都改得不错$ 所有的

优秀文学作品绝大部分都能改编

成影视作品! 电影可以更风格化

一些! 电视剧则是非常大众非常

平民的! 就必须选择符合大众尊

重大众!如果一味抵制!是很难保

证收视的$ 大众传媒对于网络的

批判都是屈从于资本运作的力

量$ 所以影视的改编就是在艺术

性和商业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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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版《西游记》
总导演杨洁的去世，
让电视剧观众发出了
慨叹：原来我们的童
年里都有相同的孙悟
空、猪八戒；原来三十
年过去，我们喜欢的
都是同一部 《西游
记》。这部根据文学名
著拍摄了6年的电视
剧，让我们看到了上
世纪八十年代影视屏
幕对于改编文学名著
的细致、认真、执着。

经典文学影视化
从来屡见不鲜，但如
电视剧《西游记》这般
叫好叫座且流传久远
的作品却不多见。经
典文学是否能改编成
经典影视？其中又有
哪些可探究之处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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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
对于电影有着清醒的立
场，她更愿意称呼自己为
一个“电影学者”，而非电
影评论家。她坦诚地指出：
就算是有个性的导演也未
必与文学原著有着深切的
成功的对话关系，比如关
锦鹏对于张爱玲小说的改
编就是失败的，因为他太
喜欢，以至于采用大段大
段的字幕，“这就是最低端
的电影手段”。

中国文艺评论家
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对
于电视剧背后的深层
制约力有着自己的看
法，电视剧所受到的制
约要远远多于单纯的
文学创作，电视剧更多
的制约在于经济杠杆
作用力，比如在荧屏上
把《红高粱》注水拉长
到60集，也是不得已
而为之，是为了收回成
本。

! ! ! !星期天夜光杯：马尔克斯说过，“一流
小说拍不出一流电影”，这句话与中国电
影界的情况是否相符？

戴锦华：拿电影"红高粱%来说!是导

演张艺谋用&红高粱家族'的很多小说进

行了重组! 而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改

编! 导演在此把作者的原著视为一种素

材!从中选取了自己所需要的部分$ 优秀

的文学作品改编成优秀的电影作品的例

子是有的!但是凤毛麟角!(阳光灿烂的日

子#不错!但失败的例子也一大堆!因为文

学的主要媒介是语言文字!优秀的文学作

品是语言文字所创造的精品和佳作!而电

影改编不是像人们所理解的!只是把小说

中的故事拿过来!如果仅仅如此!便失去

了语言文字! 也就失去了文学的一切!很

难再找到同样精彩的视听语言来演绎这

个故事$

电影改编不是一个故事的传递而是

一个媒介的翻译和转换$ 从观众角度而

言!有认同心理学的问题$如果电影在前!

文字在后!观众就会否定文字!而文字在

前!电影在后!观众就会对电影有一个抵

制的情绪$ 电视剧则另当别论!电视剧的

篇幅不受限制! 不用对原作做太多剪裁!

就不存在理论上电影必须在一个半小时

内把长篇小说浓缩起来$电影的时间篇幅

限制!也许对很多看过小说的观众来说都

会产生失落心理!因为他们最心爱的那个

情节不在了!喜欢的那个人物不在了$

星期天夜光杯：这是因为想象空间在
两者之间的大小区别吗？

戴锦华：文学和电影诉诸于不同的想
象空间!电影是具象的!但是不一定意味

着想象空间就是小的!文学和电影诉诸的

想象空间的层次和方式都不同$

! ! ! !星期天夜光杯：中国目前大量网络小
说改编成电影，质量参差不齐，您觉得这
样的电影有前途吗？

戴锦华：目前我没有看到过网络小说改
编成电影的佳作!但可能产生佳作$网络小说

中也有文学佳作!只是数量太少了$网络小说

填充了中国一直缺少的流行小说类型小说的

写作空间!自然成为大众文化的上游!产业链

的前端$影视剧和游戏会从中寻找故事!网络

小说大量进入影视改编是合乎逻辑的! 但是

不能和经典文学名著的改编混为一谈$

星期天夜光杯：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能
够进入电影改编的视野？

戴锦华：通常来说一个文学写作通常
以人物)情节)戏剧性取胜的!相对来说容

易改编!如果更多的是用文字去营造一种

氛围和韵味!当然很难改编!但是又有如

英格玛*伯格曼同时用文字和电影的形态

来写作!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说再改编自己

的作品!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$

当然中国也有例外!比如陈凯歌的处

女作(黄土地%是改编自一篇散文$

星期天夜光杯：以最近热议的王家卫
改编小说《繁花》为例呢？

戴锦华：王家卫拍电影本来没有剧
本!也就不要指望他尊重原著$ (繁花%也

许只是提供了王家卫比较有趣的素材$要

把(繁花%改成主流的商业电影!可能不是

一个好的选择!它没有悬念性的锁住观众

的因素$如果由一位很有创意的个性化导

演执导! 我们又都不知道他会改成什么

样!却可以期待$但是!大家最好期待的是

一部王家卫的新电影!而不要期待(繁花%

的改编$ 如果期待后者!注定会失望$

! ! ! !星期天夜光杯：最近有电视剧
播得热火朝天，又有改编自经典小
说的电视剧呼之欲出，文学上的成
功能不能复制影视剧的成功？

毛时安：某些所谓&择机而播'

的电视剧!背后制约有一个很大的

因素就是经济要素$电视剧是个商

品性的艺术!市场性非常强!利益

杠杆起到的作用很大$当两个热门

剧在同期播出!收视率的高下一目

了然!商业炒作以期获得关注也是

一种方法$核心问题在于文学经典

的轰动只存在于文学圈!严格意义

上来说!改编成电视剧未必会产生

轰动$ 小说比较讲究文学性思想

性! 与影视剧是两个概念$ (红楼

梦% 改编了那么多版本影视剧!最

后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 !"版电视

剧和越剧电影(红楼梦%!所以文学

为影视的改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!

但基础不意味着成功$

星期天夜光杯：文学名著因为
阅读的人多，是不是影视剧改编不
得不屈从读者的取向？

毛时安：文学原著的改编是跨
媒体的改编! 不是等译的关系!是

从平面阅读转换成声光电的阅读!

有很艰巨的创造性理解和再创造

的过程$ 两种叙述的思维方式不

同$

(红楼梦%里的林黛玉每个读者

都会有自己的想象!而(红楼梦%改

编成影视剧! 林黛玉便有了一个固

定形象! 这个形象必须满足所有人

想象$ !"版(红楼梦%之所以成功!

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在选角色上符合

了当时的读者们的想象$ 比如最近

一版的 (安娜*卡列尼娜% 也是这

样!文学名著有诞生的时机!改编

也是如此$比如俄罗斯文学名著由

俄罗斯人改编肯定比美国人改编

好$文学名著受到综合性要素制约

比较小!是自由的个人创作$ 进入

影视创作就是大工业生产的创作!

受到投资方等方方面面的限制!还

受到拍摄国家民族的选择!以及编

导对于作品的理解$我们改编的电

视剧里!(围城%是最好的!成功的

原因陈道明作为主演有很大一部

分关系$当然导演黄蜀芹的父亲与

钱锺书有私交! 她本人也很喜欢

(围城%!这就能保证基本质量$

! ! ! !星期天夜光杯：改编成电影或
者电视剧，之间有什么特别大的选
择区别吗？

毛时安：导演对于改变成新的
另一种艺术形式必须理解和尊重!

如果仅仅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改不

好$ 比如越剧电影(红楼梦%就仅仅

抽出了宝玉黛玉宝钗三个人之间的

爱情故事!虽然舍弃很多!但是!这

恰恰最符合越剧的表现形式! 是对

于原著的精华的提炼$ 小说如果改

编成电视剧!要拍到 #$)%$集!那还

将意味着对于原著的扩展$ 需要增

加点什么!增加得不好!自然成为狗

尾续貂$ 改编成电影是要剪掉一部

分!消减得不好!便是沧海遗珠$

星期天夜光杯：怪不得现在电
视剧动辄 !"、#"集，多半是为了收
回成本？

毛时安：电视剧(红高粱%就是

&加'得不好!如果不做加法!拍成

&$集电视连续剧! 又受到市场制

约! 无法回收成本! 拍到 '$集以

上!就要增加许多情节$ 现在电视

剧必须保持在 ($到 #$集!才能收

回成本! 考虑到投资方的利益!一

个是演员的报酬越来越高!编剧导

演也越来越高! 为了回收成本!不

得不拉长$影视剧拍摄都是产业程

度非常高的艺术! 与小说不一样!

艺术效果和市场利益相交的情况

下不得不屈从市场的需求$

经典文学改编电影!有认同心理学问题

网络小说拍电影!目前尚无佳作

文学名著影视化!亦是国家形象名片

文学是自由创作!电视剧改编受些限制

影视剧拍摄有时得考虑市场

须在艺术性和商业性之间找到平衡


